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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洪 简历 

温家洪，男，1966 年 6 月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未来地球计划中国

国家委员会（CNC-FE）委员。GRIP—上海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1982～1989 年就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获硕士学位。1998 年在该校获博士学

位。2004 年～2005 年，2009 年，2011 年曾先后三次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澳

大利亚南极气候与生态系统联合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1989 年起在中国极地研究（所）中心工作，曾两次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赴南极开

展科学考察。2004 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主要从事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遥感与

GIS 应用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项目

1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 150 多篇，其中 SCI/SSCI 论文 40 多篇。

获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三等奖、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湖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首届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兼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未来地球计划

中国国家委员会（CNC-FE）委员、CNC-FE 灾害风险预警工作组委员、中国地理

学会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专业委员副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

委员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灾害防御协会理事、

上海市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气象局上海城市气候变化应对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委员、《震灾防御技术》副主编、《灾害学》编委、《自然灾害学报》编委、

《冰川冻土》编委、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 IPCC《气候变化中的

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评审专家，《中国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化：2021》科学评

估报告第二卷主要作者协调人等。 

在上海师范大学组建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研究团队。2011 年，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全球风险辨识项目（GRIP/UNDP）联合成立“GRIP-上海灾害风险评估与

管理研究中心（GRIP-CERAM Shanghai）”，任中心主任。中心主要从事城市气候

变化应对、灾害综合风险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土地利用变

化与洪涝灾害风险、海岸带与沿海城市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灾情信息集成与管理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近年来重点开展了融合多源

信息和智能技术的灾情信息集成与应用，开发国家与城市灾情观测系统，并筹建

“城市灾害观测系统与模拟实验室”；研发大气-海洋-陆地相耦合的一体化数值

模拟系统，开展城市暴雨内涝与台风风暴潮模拟；易洪区与沿海城市的承灾体、

脆弱性、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风险评估；减灾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城市居民

的风险感知与减灾措施的参与意愿；应急疏散模拟，城市避难所空间选址；应急

预案编制；灾后现场调研与损失评估，以及灾害风险科学的培训与科学普及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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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历 

1.1982.9—1986.7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获学士学位 

2.1986.9—1989.7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 

3.1995.9—1998.7  极地研究所在职博士研究生, 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获理学博士学位。 

 

二、工作简历 

1989年 7月-1992年 12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冰川室,  实习研究员 

1993年 1月-1998年 3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冰川室,  助理研究员 

1998年 4月-2001年 9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冰川室,  副研究员 

2001年 10月-2004年 3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冰川室,  研究员 

2004年 4月-2006年 5月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   教授 

2006年 6月至 2018年 10月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 6月至 2018年 10月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 主任 

2018年 10月至今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中： 

1989年 9月-1990年 3月  中国第 6次南极考察队队员，赴长城站开展西南极乔治王岛柯

林斯冰帽考察 

1991年 10月-1992 年 12月 中国第 8次南极考察队队员，赴长城站开展西南极乔治王岛柯

林斯冰帽考察 

三、教学 

给本科生先后主讲：ArcGIS基础与应用、GIS软件与应用、自然地理学、科

技论文写作； 

给研究生先后主讲：灾害风险分析与建模、GIS空间分析（空间测度与统计）、

ArcGIS 应用。 

 

四、学科建设 

1. 学科建设 

   （1）2010年 承担地理科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 

（2）2010年 主持地理系的“十二·五”学科发展规划 

（3）2009～2010 年 承担与 Salem State College 商谈“1+1+1中美 GEO-GIS研究生双

学位培养计划”，2010 年 7月签订协议  

（4）2011年-2019年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点负责人  

（5）2019年至今  自然地理学硕士点负责人 

2. 实验室建设  

（1）负责筹建 城市灾情观测系统研发实验室（Laboratory for Urban Disaster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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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年来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1. 2022.1-2025.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沿海城市极端风暴洪水动态风险情景分

析——以上海为例（42171080）”，主持 

2. 2022.3-2022.12 上 海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项 目 “ 历 史 灾 害 调 查 与 评 估

（11N7295209912021802）”，主持 

3. 2020.6-2020.12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司课题“灾害综合风险监测产品体系

研究”，主持 

4. 2019.8-2020.2中国地震局重大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课题“提升地震高风险区大城

市韧弹性的策略与路径”研究课题（CEAZY2019JZ10），主持 

5. 2018-202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大都市区

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防范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7YFC1503000-01），子

课题负责 

6. 2019-2022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多灾种重大灾害风险评价、综合防范与城市韧性研究”

（18ZDA 105）,子课题负责 

7. 2017.8-2021.5 长江三角洲复合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与稳健决策研究 —以上海为例

(51611016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中-英-荷）项目，子课题负责  

8. 2017-2019 低影响开发措施对城市暴雨内涝减灾的成本效益评估研究（71603168），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参与 

9. 2016.9-2019.8 自然灾害灾情监测与信息集成系统（NDO）开发与应用

(16070502800)，上海市科委，主持  

10. 2016.6-2016.12 “应急 365”科普知识梳理研究,上海市应急管理研究课题，主持 

11. 2016.6-2016.12 基于台历方式的应急知识编纂研究，上海市应急管理研究课题，主持 

12. 2014-2015 上海市自然灾害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研究，上海市应急管理研究课

题，主持 

13. 2015-2017 湖南省暴雨灾情监测系统开发，湖南省气候中心，主持 

14. 2015-2017 “土地利用格局对洪涝灾害风险影响的模拟研究－以深圳市龙华河流域为

例”（414016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参与 

15. 2013-2014 上海洪涝灾害的预警、预防和及时应对策略研究（2013--YJ-C06)，上海市

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主持 

16. 2013-2016 东南极 Lambert冰川-Amery冰架系统着地冰/冰架相互作用过程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主持 

17. 2012-2016 “面向世界城市发展的特色学科专业群建设”学校内涵建设项目，负责

“面向城市生活与安全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上海市教委 

18. 2011-2012《上海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修订及《上海市贯彻<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的实施细则（试行）》的编制，上海市民政局，负责人 

19. 2011-2012 开发国家灾害风险观测系统原型和上海灾害风险信息电子图书馆

（Development of a prototype for National Disaster Observatory (NDO) and Shanghai Risk 

Information e-Library），联合国开发署（UNDP），主持 

20. 2011-2013 城市多灾种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以上海为例（41071324），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参与  

21. 2008.11-2011.9 基于 3S 技术的上海城市灾害风险分析与应用研究（08240514000），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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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创新行动计划”，主持 

22. 2009-2011 环境监测与灾害防御，上海市重点学科“环境科学（S30406）”方向之一，市

教委，方向负责人 

23. 2009-2011 南极 Amery 冰架底部界面过程与冰架变化研究（40871035），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主持 

24. 2008-2010 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基于 GIS 的南极冰盖物质平衡研究”， 教育部，主

持。 

25. 2008-2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沿海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应急预案情景分析”

（40730526）专题“沿海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动态模拟和工具集开发”，负责人 

 

六、灾情信息集成开发与知识产权 

（一） 国家灾情观测系统（NDO）原型 

由上海师范大学风险评估与管理研究中心（CERAM Shanghai ）、加拿大罗德尔风险

咨询公司（RodelRS）以及上海杰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ISINFO®）联合研发。实现了即

时的灾情数据集成、即时的灾情信息可视化、即时的灾情统计与快报。 

（二）湖南省气象灾害协同监测平台（一期） 

是NDO在省级层面上和一个定制应用。该系统集成气候直报信息、众源信息和专题数

据，功能涵盖灾情信息采集与汇总、灾情可视化与动态跟踪、统计分析与快报等，为湖南

省减灾救灾的协同决策提供即时的灾情信息服务。 

（三）近年来获得的知识产权 

1. 2019年，一种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暴雨洪涝事件信息比对和处理方法，发明专利.（已

受理） 

2. 2019年，一种基于灾情直报文件和日降水数据自动创建暴雨灾害数据库记录的信息处

理方法，发明专利.（已受理） 

3. 2018年，移动终端灾情信息采集软件V1.0[CP/CD].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18SR968732. 

4. 2018年，暴雨洪涝灾害图像识别插件V1.0[CP/CD].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18SR968730. 

5. 2018年，基于互联网新闻的灾情信息采集软件V1.0[CP/CD].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18SR968740. 

 

七、近年来发表的主要论著(*为通讯作者) 

1. 左军成(主笔), 温家洪(主笔). 第十三章：长三角. 见：《中国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变：2021》

（第二卷下 区域影响、脆弱性与适应）. 科学出版社, 2021. 

2. 温家洪. 提升韧性, 保障安全和发展. 中国减灾, 2021(1 月上): 32. 

3. 单薪蒙, 杜士强*, 王璐阳, 张敏, 李卫江, 胡恒智, 温家洪*. 基于网络大数据和水文-

水动力模型的沿海城市洪水风险与适应研究. 科学通报, 2021. doi: 10.1360/TB-2020-

1536 

4. Shiqiang Du, Ju Shen, Jian Fang, Wei Liu, Jiahong Wen, Xiaoxuan Huang, Sixin Chen. Policy 

delivery gaps in the land-based flood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A wider partnership is neede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21, 116: 128–135. 

5. Lv Yamin, Li Weijiang, Wen Jiahong, Hui Xu, Shiqiang Du. Population pattern and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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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sea level rise: 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90–2100.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33.(2021):doi:10.1016/J.CRM.2021.100348. 

6. Zhentao Chong, Min Zhang, Jiahong Wen, Luyang Wang, Jie Mi, Jeremy Bricker, Stanley 

Nmor, Zhijun Dai. Coastal protection using building with nature concept: a case study from 

Chongming Dongtan Shoal, China,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21. 

7. 齐蔓菲, 於家, 姜丽, 温家洪, 李仙德, 徐慧, 毕雪梅.城市道路的人员疏散风险评价研

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21,17(03):12-18. 

8. 姜丽, 於家, 温家洪, 唐进 ,齐蔓菲, 王璐阳, 张敏.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下杭州湾北岸极

端洪灾风险评估.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08): 1355-1370. 

9. Qin Jiang, Weiyue Li, Zedong Fan, Xiaogang He, Weiwei Sun, Sheng Chen, Jiahong Wen, 

Jun Gao, Jun Wang. Evaluation of the ERA5 reanalysis precipitation dataset over Chinese 

Mainland. Journal of Hydrology, 2021, 595: 125660. 

10. Min Zhang, Zhijun Dai, Tjeerd J. Bouma, Jeremy Bricker, Ian Townend, Jiahong Wen, 

Tongtiegang Zhao, Huayang Cai. Tidal-flat reclamation aggravates potential risk from storm 

impacts. Coastal Engineering, 2021, 166, 103868. 

11. Ju Shen, Shiqiang Du, Qun Ma, Qingxu Huang, Jiahong Wen, Zhan’e Yin, Jun Gao. A new 

multiple return-period framework of flood regulation service—applied in Yangtze River basin.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5: 107441 

12. Zedong Fan, Weiyue Li*, Qin Jiang, Weiwei Sun, Jiahong Wen*, Jun Ga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Merging Approaches for Regional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IEEE Access, 2021, 

9: 33625–33637. 

13. Sisi Jiao, Weijiang Li & Jiahong Wen.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flood prone Yangtze Delta,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21. DOI: 

10.1080/17477891.2021.1988502 

14. 温家洪. 减灾与气候变化适应是灾害风险治理核心主题: 国际社会 30 多年来减灾、应

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应急管理报, 2021.4.28, 第 7 版. 

15. 温家洪, 王世金等.《冰冻圈灾害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0. 

16. 李卫江, 温家洪. 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影响与风险评估.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20. 

17. Xinliang Ye, Jiahong Wen, Zhongfu Zhu, Ruihong Sun. Natural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in 

tourist areas based on multi-scenario analysis. Earth Science Informatics. 

https://doi.org/10.1007/s12145-020-00518-w 

18. Jinglu Song, Bo Huang, Joon Sik Kim, Jiahong Wen. Fine-scale mapping of an evidence-

based heat health risk index for high-density cities: Hong Kong as a case stud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5). 

19. Xiaodong Zhang, Jia Yu, Yun Chen, Jiahong Wen, Jiayan Chen, Zhan’e Yin. Supply–Demand 

Analysis of Urban Emergency Shelters Based on Spatiotemporal Population Estimation[J]. 

Ind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28). 

20. 何宗菲, 於家, 陈芸, 温家洪, 尹占娥等. 城市建设用地的潜在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上海

市宝山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20, 42(3): 558-569. 

21. 王世金, 温家洪*. 冰冻圈灾害特征、影响及其学科发展展望.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523-529. 

22. 杜士强, 温家洪. 从 2020 年汛期灾情看我国洪涝风险管理的挑战与建议. 中国减灾, 

2020, 17: 12-15. 

23. Hengzhi Hu, Zhan Tian, Laixiang Sun*, Jiahong Wen*, et al. Synthesized trade-of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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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lood control solutions under future deep uncertainty: An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Shanghai. Water Research, 2019, 166: 115067 

24. Qin Jiang, Weiyue Li, Jiahong Wen, et al. Evaluation of satellite-based products for extreme 

rainfall estimation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9, 16:1, 191-207 

25. Shuang-Ye Wu, Yanjuan Wu, Jiahong Wen. Future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Int J Climatol. 2019, 1–16. 

26. Hao Chu, Jia Yu, Jiahong Wen, Min Yi and Yun Chen. Emergency Evacuation Simulation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in Urba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Sustainability, 2019, 11, 

795. doi:10.3390/su11030795 

27. Weijiang Li*, Jiahong Wen*, Bo Xu, Xiande Li and Shiqiang Du.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Economic Loss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Under an 

Extreme Storm Flood Scenario. Sustainability, 2019, 11, 126; doi:10.3390/su11010126 

28. Xianhong Meng, Min Zhang , Jiahong Wen, Shiqiang Du , Hui Xu, Luyang Wang and Yan 

Yang. A Simple GIS-Based Model for Urban Rainstorm Inundation Simulation. 

Sustainability, 2019, 11, 2830; doi:10.3390/su11102830 

29. Xinmeng Shan, Jiahong Wen*, Min Zhang, Luyang Wang , Qian Ke , Weijiang Li, 

Shiqiang Du , Yong Shi, Kun Chen, Banggu Liao, Xiande Li and Hui Xu. Scenario-Based 

Extreme Flood Risk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Household Properties in Shanghai. 

Sustainability, 2019, 11, 3202; doi:10.3390/su11113202 

30. Ju Shen, Shiqiang Du, Qingxu Huang, Jie Yin, Min Zhang, Jiahong Wen, Jun Gao. 

Mapping the city-scale supply and demand of ecosystem flood regulation services—A case 

study in Shanghai.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9, 106: 105544. 

31. 温家洪*, 王璐阳, 袁穗萍, 种振涛. 海平面上升及其应对与风险决策. 2018年国家综合

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9. 123-132. 

32. 温家洪*, 焦思思，涂家畅. 管理极端事件与灾害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减灾

30 年回顾. 城市与减灾, 2019, 10: 1-5. 

33. 温家洪*，颜建平，王慧敏，王军，董强，高孟潭，程晓陶，吕亚敏. 韧弹性视角下的

现代城市综合巨灾风险管理. 城市问题, 2019, 10. 

34. 王璐阳，张敏，温家洪，种振涛，YE Qinghua，KE Qian．上海复合极端风暴洪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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